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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好的心得
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学生读书个人心得体会篇一

《中华上下五千年》这套书主要讲的是五千年里的历史故事，
每一篇故事都有必须的道理，其中让我感受颇深的是：郑庄
公掘地见母。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郑庄公是郑国第三代国君，他的母亲
生了两个儿子，他是老大，他还有个弟弟。因为郑庄公长的
难看，所以，他的母亲就偏爱他的弟弟，一点也不喜欢郑庄
公。之后，父亲死后把王位传给了郑庄公，所以，他的母亲
和弟弟很是不满，就在私底下招兵买马，准备夺取王位，郑
庄公用自我的实力保住了王位，并且把自我的母亲赶来出来，
还对天发誓：除非是到黄泉之下，否则永远不和母亲再相见，
可时间长了，郑庄公就后悔了，颖考叔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地下挖一条地道，一向挖到地下有泉水的涌出，然后在地
道上建房屋、通道和庭院，再把母亲接到房子里来，郑庄公
按照这个办法做了，母子相见后都不禁抱头痛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母亲是我们最亲的亲人，我们赶誰也不
能赶走母亲，否则将会后悔莫及、遗憾终身的!



大学生读书个人心得体会篇二

《平凡的世界》书如其名，没有任何传奇色彩的跌宕起伏，
也没有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更没有时下一些爱
情小说的缠绵悱恻深刻动人，甚至一点华丽矫情的辞藻。第
一次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就被吸引，多年后买来再读，依然觉
得动我心弦。

《平凡的世界》展现的是一个自强不息的群体的奋斗史。少
安敢于和现实顽强抗争但又不时地屈从于命运的安排，面对
深爱的青梅竹马的润叶，毅然斩断情丝，和陌生的外乡人秀
莲结婚;在办砖窑厂时既雄心勃勃，在遇到困难时又不时灰心
丧气。而少平勤劳朴实，珍惜亲情友情，富有同情心，胸襟
开阔，面对困难更是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同时他对生活充
满理想和激情，但又脚踏实地。他放下了读书人的架子，去
做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在劳动中体会充实;但他又从不放弃自
己在知识上的追求，一直保持学习的上进心……正如书中所
说的那样“人生时刻处于零公里处，那么要旨还在于我们不
断的奋斗并且将这种精神提升到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

冰心曾说:“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
随时开花，将这一路长径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
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凄凉。”这
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不正是我们所追寻的真善
美吗?我们的人生有了这三种最美好的品质的浇灌，一定会使
我们的心灵之花开的娇艳而又馨香。平凡也可以如此的伟大。
在这片亘古而苍凉的黄土地上见证了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平
凡，但我们有热情。我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人生中
一切美好而又苦难的品质。我们追求真善美，但面对苦难，
我们依然能挺直脊梁，直视它!上苍是公平的，他让我们历经
磨难，是锻炼我们的心智与意志。人生的结局都是我们自己
精心设计的。纵然英雄们都是百折不挠英勇不催的，浑身都
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圈。



但我们平凡人多了一层朴实，多了一份亲切，有了生活中琐
碎的缠绕，无端地让我们的人生真实起来。我们用真诚的心
去体验，用真挚的心去生活，我们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我们才是生活的主宰。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用全副身心去
享受，去对待，去珍惜。

浮云流水，白驹过隙，从呀呀学语到记事开始，从少年到青
年，人生在成长中思考。人生的每一步都在成长，都在进步。
世界是由我们这些平凡人撑起来的，只要我们有着坚定的信
念，有着坚忍不拔对抗困难的精神，有着敢于拼搏的热血，
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依然可以创造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大学生读书个人心得体会篇三

“地球是圆的”，这几乎是每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都认为正
确的定理，但是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
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世人描绘了一
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带来的短距离微型世界。本书主要以信
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为主线，围绕“世界的平坦化趋势
是如何在21世纪初发生的”、“这个趋势对国家、公司、社
会和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等几个问题展开阐述。我不是专
业的经济学家，读此书也不是出于深刻研究的目的，因此浅
浅读完后合上书扉，所能回味的也不是站于多少高度的经济
学、社会学术语堆砌，仅就相关于个人身处如此变革趋势下
所能做的一些努力说几句感想。

忽然想到前两年很是红的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的经典名句
“21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当时虽是当作笑话来听
的，但是仔细回味回味，其实这简单的话也有点点破世情的
意思。再想到最近甚为流行堪称热点的“服务外包”，因为
职业关系也接触到一些人才培训的项目计划，虽然这只是服
务外包产业的一小块，但从其热门程度也能反映出当前这个
课题的重要性，而《世界是平的.》在这方面也许能解释其为



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

有西方学者如是说：“中国需要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更需要
比尔盖茨”。的确，在平坦的世界中，有全球化战略眼光、
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才是最重要的。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
化浪潮，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缺乏全球战略型的人
才，无疑是个巨大的硬伤。企业缺乏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就
难以在经济发展浪潮中浮沉，国家缺乏全球视野的人才，就
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大到大国家，小
到小单位，都对这种人才的培养、吸引、提升重视非常。

譬如印度，为什么能够在此平坦、均等、公平的世界竞技场
上大揽知识含量高，收入回报丰厚的it行业和电话服务业外
包?就是因为在世界还没有完全被铲平前，他们培养了大批的
理工精英，他们抢先意识到了开发人的脑力的重要性;譬如我
们本地著名的比利时bekaert集团所投资的几个企业，且不说
他们工厂、产品的经济效益如何好，只要看看他们为员工设
计的培训、提升项目种类、层次就知道他们对此的重视程度;
还有来自荷兰的dsm公司，全球工程塑料领域中的佼佼者，
他们奉行的三“p”理念，排在第一的就是people，也就是他们
的员工，只有培养出一支精英队伍，才能打造出一个成功的
经济王国。

我们再从仰视换到俯视的角度，看看从自身角度出发能够做
些什么来应对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大趋势?《世界是平的》告
诉我们，竞争的平台已经被推平了。试看今日的世界，没有
哪个国家可以免受竞争所带来的冲击，国家与国家之间、企
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要想在这
些竞争中脱颖而出或者至少是不被淘汰，我们每个人注定要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上发挥才智，争做那个“不可或缺的人”。

对个人来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要经历些过程的。理论上说，
只有四种人是不可被技术替代的。他们分别是太特殊的人、
太专业的人、太深刻的人以及太会调节适应的人。其中有些



掌握身体资本，有些是人力资本，还有些是社会资本。这几
种资本维系于个人身上，使他们获得了特殊的权力。

而相对这些特殊群体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的工作
者，也许我们努力百倍也并不一定能实现那么辉煌的梦想，
但是我相信至少我们会到达比现有的层次高一些的地方，而
不是被这股推平世界的潮流所淹没!我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很简
单，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合作的世界里，在这个优胜劣汰的社
会中，即使我们从事的只是简单的工作，我们每个人也都应
当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巩固和运
用所学到得新知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只有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工作勤勤恳恳，具备了较强的学习和创新
能力的人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正像弗里德曼在书中所言的一样“平坦的世界的精神内涵是
每一个劳动者将逐渐对自己的饭碗、风险和经济安全负责，
而政府和企业只是帮助人们形成这种能力。”因此，最重要
的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要不断学习、提升，才能
在平坦的世界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否则只能又一次被世界
所抛弃，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点同情。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非常赞赏法国生物学大师巴斯德说
的：“幸运只眷顾准备好的人”。本书再次提醒了我，在铲
平的世界竞技场上，我该如何提高自己。具体来说应该包含
以下几点：

1、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知识，尤其是自己的专业方面和一些必
须要使用的工具类知识;

2、不断地巩固已学到的知识;

3、不断地了解同行业的发展状况，不做井底之蛙。概括起来
就是一句话：准备好自己，随时迎接新的挑战。



粗略读过《世界是平的》，随意讲讲自己的一点想法，也许
没有那么深刻，但是至少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和鼓励，希
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客观环境的支持和自身要求的激励中加
快提升自己，争做这世界变平坦的21世纪中那个不可或缺的
人才。

大学生读书个人心得体会篇四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首先是因为此
书牵涉的地域跨度太大、年代跨度太长，人物、事件头绪太
多。从空间上看，东起印度、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到北极
圈附近，南达尼罗河的源头，希罗多德都涉及到了。从时间
上看，从吕底亚王国的兴起(约680bc)到希腊人击退波斯人的
侵略(479bc)，前后200年。这还只是书中的主线，如果加上插
叙中提到的其它事件，则有的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另外，作者特殊的讲述方式也是原因之一。他不断地打断自
己的叙述，不断地在一件事讲到一半时插进一段有关的背景
介绍。这种插话，短的时候大概是一、两节，但长起来就不
得了。最长的一段是有名的介绍埃及风俗的第二卷。整整一
卷182节，除了第1节之外，完全和叙述主线没有直接关系。
更有甚者，在这种插话之中有时他还要插进另一段，于是就
形成了插话中的插话。比如第五卷第55节(简记为五55，后文
同此)以下，希罗多德讲到阿里斯塔戈拉(aristagoras)反抗波
斯的伊奥尼亚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到希腊本土寻求支援。他先
到了斯巴达，但没有结果，便转去雅典。这里作者插进一大
段追述(五55至五96)，向读者介绍雅典是如何摆脱僭主的统
治，建立民主制度的。这本来不过分。可他在五57又插进了
一段，介绍起杀死雅典末代僭主希庇亚斯之弟希帕库斯，并
最终引发人民起义的两位英雄的原籍盖菲拉(gephyraei)。这
还不算完，在紧接下来的五58，他又开始讲述和盖菲拉人一
道在希腊本土定居的腓尼基人，进而开始讨论自己的一个研
究成果他认为希腊字母是腓尼基人传来的，并花了3节的篇



幅(五59至五61)来举例说明之。这个研究成果诚然是很具洞
察力的，但是和盖菲拉人有什么关系?和雅典人摆脱僭主有什
么关系?和伊奥尼亚起义有什么关系?这种插话中的插话中的
插话我称之为三次方插话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并不只此一处。
比如这个三次方插话结束之后，在五96之前，即一次方插话
结束之前，还有几段二次方插话和三次方插话。我要是苛刻
一点的话，甚至连四次方插话都能找出来。

(当然，《历史》并非完全地缺乏主线。插话多的情况也只在
前五卷中比较明显。后四卷因为已经开始直接叙述希腊—波
斯战争，所以插话就减少了很多，现代人看到这里应该会觉
得轻松了一大截。)

这种时不时地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主题不明确、主
线不清楚的叙述方式，你可以认为是当时文学技巧本身不完
善的结果。但如果你心胸放开阔一点的话，也可以认为这本
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叙述方式。我想凡是读过未经改
编的《一千零一夜》的人，都能明白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结
构其实并不罕见，也并不单调。

大学生读书个人心得体会篇五

书是人类提高的阶梯，寒假中阅读的《上下五千年》使我踏
入了历史知识的殿堂。

《上下五千年》是一本历史知识的书，它的作者张立把中华
民族近五千年的历史用精炼的文字记录在了这本书上，这是
一本十分好看的历史故事书，它的资料深深得吸引住了我，
才几页我就爱不释手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乾隆帝修《四库
全书》这段时间里的重大历史故事都在这本书中呈现。其中，
较多的故事都偏向于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其中我最喜欢
的故事是《戚继光除倭寇》应为戚继光是一个英勇善战，爱
国爱民，有勇有谋的民族英雄。



《上下五千年》这本书让我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悠久的
历史文化所骄傲，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让我了解了许
多历史知识，让我了解了对与错。

《上下五千年》不仅仅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还让我增长了
知识。


